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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計畫名稱 

   【非建築專業學生之空間創作體驗學習】 

貳、實施課程、授課教師姓名 

一、實施課程：建築設計 2「跨域人文：建築空間學」 

二、授課教師姓名：鄭昭民 

參、前言 

    本校為完善學生整體學習之發展，乃活用校內學科領域多元之優勢，將各院系所之

專業教育融入通識教育當中，創設跨域專長課程。對此，目前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規劃

有：「跨域人文：建築導讀」、「跨域人文：建築空間學」、「跨域人文：閱讀空間」、「跨域

人文：中外建築藝術」、「跨域社會：社區更新」、「跨域社會：都市產業及行銷管理」等

6 門課程。其於教學上採取的模式仍以講述、賞析、閱讀、討論等知識面的充實為主要，

若參照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針對建築初學者所設定的教學理念，則尚未將技術面操作的

訓練導入此系列課程當中。故本計畫嘗試透過「跨域人文：建築空間學(Architectural 

Choreutics)」課程，設計兼具知識面、技術面的教學活動，讓非建築專業的學生在修習

此課程時，能夠在吸收專業知識之餘，更進一步體驗動腦、動手的空間創作之實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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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

一、計畫特色 

 (一)課程架構的創新 

    本課程針對修課的非建築專業學生，擬以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一年級的核心課程

「建築設計」為主幹，並整合必修之「建築概論」所教授的基礎概念，來進行整體課程

架構的規劃。全學期扣除第一週的課程介紹及最後一週的期末綜合討論，當中的 16 週

將區分成 4 個教學單元，每個單元有 4 週的操作時間，用以講解一組建築空間相關之概

念，並以此為題讓學生進行分組實作，體驗將個人的思維轉化成空間表現的操作過程。

要言之，此課程可說是針對選擇以建築做為跨域專長的學生所量身訂做的「微型建築設

計」之體驗學習。 

 (二)教學形式的創新 

   本課程為達成上述的目標，在每個教學單元的執行中可再區分成 4 個階段，每個階

段分別進行講授、討論、實作、發表等課堂活動，因此每階段師生間之互動模式亦有所

不同，使課程學習呈現多元、多向的型態。 

    第一階段： 

    由教師向學生針對每個教學單元的主題概念進行講述，並做相應的案例賞析。 

    第二階段： 

    由學生以分組方式針對主題概念進行腦力激盪，相互討論如何將概念具象化。 

    第三階段： 

在實作的過程中，老師與各個組別進行對話，確認其方案之可能性、可行性並適時

給予建議，再由各組學生協力完成創作。 

    第四階段： 

    由學生上台分享創作的成果，台下師生可針對發表內容進行意見交流。 

    透過以上教學活動的操作，將使課堂的學習跳脫老師對學生單向資訊傳遞之模式，

進而融合教師對學生，學生與學生之間，學生與教師之間，學生對教師、學生等多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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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動形式，藉此激發學習者多角度的靈活思考。 

二、具體內容 

 (一)教學內容的進度大綱 

    根據以上創新教學的構想，本課程規劃於第一週先針對課程進行的方式來做說明，

並將學生以每組 3～5 人做小規模分組，以利後續討論、實作及成果發表的進行。接下

來的 16 週，則區分為 4 個教學單元，每個教學單元講授 2 個主題，故總計有 8 個主題，

其分別為(一)第 2～5 週：建築空間的元素・造型，(二)第 6～9 週：建築空間的組織・實

虛，(三)第 10~13 週：建築空間的比例尺度・秩序原則，(四)第 14～17 週：建築空間的

光線・色彩。最後一週再回顧 4 個單元的學習成果，進行綜合討論。 

    對於每個教學單元共計 8 小時的上課時間，規劃以(1)概念講授、(2)概念討論、(3)

課題實作、(4)成果分享等 4 個階段來進行，教師於第 1、2 次上課時先針對設定的主題

做概念講解與案例賞析；第 2 次上課的後半，則讓學生以分組的方式進行討論，決定課

題的創作方向；第 3 次上課，亦是以分組方式進行，由各組學生協力完成作品，過程中

老師給予指導、建議；第 4 次上課，由各組輪流上台分享其創作成果，台上、台下課堂

成員相互交流。 

    第 01 週    課程介紹 

    第 02 週    教學單元(一)：建築空間的元素・造型(1)－概念講授 

    第 03 週    教學單元(一)：建築空間的元素・造型(2)－概念討論 

    第 04 週    教學單元(一)：建築空間的元素・造型(3)－課題實作 

    第 05 週    教學單元(一)：建築空間的元素・造型(4)－成果分享 

    第 06 週    教學單元(二)：建築空間的組織・實虛(1)－概念講授 

    第 07 週    教學單元(二)：建築空間的組織・實虛(2)－概念討論 

    第 08 週    教學單元(二)：建築空間的組織・實虛(3)－課題實作 

    第 09 週    教學單元(二)：建築空間的組織・實虛(4)－成果分享 

    第 10 週    教學單元(三)：建築空間的比例尺度・秩序原則(1)－概念講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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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 11 週    教學單元(三)：建築空間的比例尺度・秩序原則(2)－概念討論 

    第 12 週    教學單元(三)：建築空間的比例尺度・秩序原則(3)－課題實作 

    第 13 週    教學單元(三)：建築空間的比例尺度・秩序原則(4)－成果分享 

    第 14 週    教學單元(四)：建築空間的光線・色彩(1)－概念講授 

    第 15 週    教學單元(四)：建築空間的光線・色彩(2)－概念討論 

    第 16 週    教學單元(四)：建築空間的光線・色彩(3)－課題實作 

    第 17 週    教學單元(四)：建築空間的光線・色彩(4)－成果分享 

    第 18 週    期末綜合討論 

 (二)教學內容的講義編寫 

    依循上述的進度大綱，本課程編寫了於課程介紹時說明之建築模型教學，以及 4 個

教學單元、共 8 個主題的講義，累計的 PowerPoint 簡報頁數達 443 個頁面。為節省篇

幅，以下由每個主題的講義摘選出重點頁面，簡要說明每週教學內容的創新特色。 

1、課程介紹：建築模型教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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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教學單元(一)：建築空間的元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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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教學單元(一)：建築空間的元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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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教學單元(一)：建築空間的造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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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教學單元(一)：建築空間的造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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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教學單元(一)：建築空間的造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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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教學單元(一)：建築空間的造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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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教學單元(二)：建築空間的組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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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教學單元(二)：建築空間的組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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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教學單元(二)：建築空間的實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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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教學單元(二)：建築空間的實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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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教學單元(二)：建築空間的實虛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

16 
 

4、教學單元(三)：建築空間的比例尺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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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教學單元(三)：建築空間的比例尺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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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教學單元(三)：建築空間的比例尺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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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教學單元(三)：建築空間的秩序原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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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教學單元(三)：建築空間的秩序原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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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教學單元(四)：建築空間的光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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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教學單元(四)：建築空間的光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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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教學單元(四)：建築空間的色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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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教學單元(四)：建築空間的色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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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三)教學內容的操作實踐 

    根據以上的講義內容，本課程針對 4 個教學單元各自涵蓋的 8 個主題規劃了以下 4

個相關課題供學生進行操作實踐。 

  

  

    為提升教學、學習的效率、品質，本課程在進行課題操作實踐時，係採取分組的方

式，以 3～5 位同學為 1 組，讓修課學生 42 人互找夥伴自行分為 9 組。藉由分組討論、

協力分工的方式，讓學生練習如何進行 teamwork 的操作，培養學生健全的社會化溝通

能力。 

    於進行概念討論的階段，透過分組討論學生們將課堂吸收的建築空間相關知識相互

議論激盪、轉化為具體可以被實踐的概念。其間若有任何問題，也可即時向老師反應，

由老師給予相關建議。於老師確認其概念的可行性之後，學生再進一步繪製草圖，討論

接下來製作模型時所需準備的工具、材料。 

    於進行課題實作的階段，在兼顧教學空間既有設備的現實面向，學生製作的便利性、

安全性，以及儘可能讓學生利用課堂時間共同製作完成等之考量，對於模型製作的尺寸

大小也予以制約，主要以 30cm×30cm×30cm 之大小為一個參考基準。在使用教室內附有

小桌面的座椅工作時，皆要求學生必須準備第一週建築模型教學時所提及的切割墊及相

關安全性較高的工具，並隨時注意學生工具操作時是否注意相關安全，以確保學生不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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傷與教室設備不受損。同時，也觀察學生的團隊合作狀況，或適時給予模型製作的技術

指導。以下為上課時分組操作概念討論、課題實作的狀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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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實施成效及影響 

    本課程在規劃上採取教學單元的方式，在 4 次課程 8 小時的有限時間之內，將每個

教學單元的學習主題明確鎖定為 2 個概念，透過講解讓學生吸收，透過討論讓學生反思，

透過實作讓學生得以具體實踐。相較於傳統以期中、期末的報告或考試之方式來驗收學

生的學習成果，針對本課程每個教學單元的講授內容，學生須以分組方式以實作成果來

展現其學習成效，藉由學生 4 次的成果分享，以更高的頻度來確認學生的學習狀況，並

藉此提升每個教學單元的學習能量。希冀透過前述自編教材和創新教學模式的結合，達

成以下 5 項預期成效，其分別為： 

    1、透過教師針對建築空間相關概念之講解、賞析，學生得以吸收該領域的基礎知

識。 

    2、透過學生之間對於課題的反思、討論，學生得以深化其學習成果，並學會具建

設性的溝通方式。 

    3、透過學生之間的共同創作，學生得以體驗將概念轉化為具體實踐的過程。 

    4、透過學生之間的成果分享，學生得以強化將個人、群體的想法做口頭表達的能

力。 

    5、透過本課程的單元式、階段式的整體學習，學生得以對建築學域有深刻的認

識，並可將所學活用於自身的專業。 

    以下將透過教學單元(一)：建築空間的元素・造型與教學單元(四)：建築空間的光線・

色彩的各組學生實作的成果來檢證以上預期成效的達成與否。 

教學單元(一)：建築空間的元素・造型 

    題目：包含圓形、三角形、方形的空間創造 

    第 1 組：大笨鐘 

    第 2 組：清真寺 

    第 3 組：涼亭 

    第 4 組：藝術空間 

    第 5 組：小木屋 

    第 6 組：貨櫃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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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 7 組：花店 

    第 8 組：度假小屋 

    第 9 組：蟑螂之家 V.S. 神殿 

 
第 1 組：大笨鐘 

 
第 9 組：蟑螂之家 V.S. 神殿 

 

第 2 組：清真寺 

 

第 3 組：涼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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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組：藝術空間 第 5 組：小木屋 

 

第 6 組：貨櫃屋 

 

第 7 組：花店 

 

第 8 組：度假小屋 

 

    由於本課程屬跨域人文的學程，因此學生多是來自不同的學系，故於分組時須與其

他學系的同學共同討論、實作和發表。從教學單元(一)的授課過程中可以觀察到，因同

學相互之間尚未熟悉，在討論時會出現由某位意見領袖來主導討論的發展而形成共識，

甚至在最終的成果發表也多由該同學來主述。因此在上述第 2 項、第 4 項之預期成效較

為不彰。 

    另一方面，從學生所完成的作品來看，可觀察到學生當初所設定的空間重組、移動

式空間、空間堆疊、虛實共存等概念多能找到具體適當的建築類型來實踐，甚至運用學

生自己的學科專長賦予更多材質、顏色、景觀、細部甚或是理論的來豐富其作品，讓成

果充滿多樣性，而達到上述第 1 項、第 3 項、第 5 項之預期成效。 

教學單元(四)：建築空間的光線・色彩 

    題目：具有 3 種光線、顏色的空間創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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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 1 組：展示中心 

    第 2 組：施洛德住宅 

    第 3 組：梯形空間 

    第 4 組：色塊空間 

    第 5 組：玻璃教堂 

    第 6 組：光影空間 

    第 7 組：旋轉木馬 

    第 8 組：圖書館 

    第 9 組：特洛伊木馬 2020 

 

第 1 組：展示中心 

 

第 2 組：施洛德住宅 

 

第 3 組：梯形空間 

 

第 4 組：色塊空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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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組：玻璃教堂 

 

第 6 組：光影空間 

 

第 7 組：旋轉木馬 

 

第 8 組：圖書館 

 

第 9 組：特洛伊木馬 2020 

 

    從教學單元(四)的授課過程中可以觀察到，分組初期同學間不熟悉的狀態已不復見，

彼此之間皆能溝通無礙，透過集思廣益共同找到想要實踐的概念。且於成果發表時，也

不再是獨腳戲的場面，每位參與的同學都能侃侃而談自己的想法和實踐過程中的甘苦。

因此在上述第 2 項、第 4 項之預期成效已可見顯著改善，且有長足的進步。 

    另一方面，從學生所完成的作品來看，同學們針對主題要求的光線、色彩的處理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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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甚為精彩，有各式光源的考量、開口形式的變化、光影對比的活用乃至於以材質結合

光線與色彩的表現。同時，模型製作的材料選擇也看得出學生的用心，為了呈現出想要

創造的效果，嘗試了許多之前沒出現過的新穎質感。加上整體的構成也融入其他教學單

元所提及的概念如組織、虛實、尺度、秩序等，甚或是主動搜尋建築史上相關案例來加

以援引、致敬，創造出許多意外的驚奇。對於上述第 1 項、第 3 項、第 5 項之預期成效，

可說是超乎當初之想像。 

陸、結論 

    本課程主要是針對，選擇以建築做為跨域專長的非建築專業學生所量身訂做的「微

型建築設計」之體驗學習，設計兼具知識面、技術面的教學活動，讓非建築專業的學生

在修習此課程後，能夠在吸收專業知識之餘，更進一步體驗動腦、動手的空間創作之實

踐，並深化其對於建築學領域的認識，成為其自身專業的養分。 

柒、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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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附件：無 


